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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后四十年太原城市建设回顾

高 正

一、恢复时期(1949年～1952年)

1949年4月24日，太原市获得了新生。遵循党的七届二中全

会决议精神：“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"、

“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关键是恢复和发展生产矽的方针，太原

市政府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开展了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。

首先发动群众，医治城市战争创伤。解放初期的太原，沟壕

纵横、碉堡林立，灰渣瓦砾堆积如山，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基本瘫

痪，房屋破损严重，河道堤堰遭到严重破坏。面I靥这样一个百废

待举的局面，市政府于1949年5月拨出16．56万元(占当年市属

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97．4％)，发动全市工人和贫苦市民、人民

解放军指战员，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整顿市容，打扫战场，维修

房屋，修筑防洪堤坝，恢复市政公用设施和工农业生产。仅两个

月时间，就建立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。

1950年初，市政府拟定了《动员全市人民建设人民城市方

案》，确定重大市政工程建设由政府直接兴办，一般工程发动群

众进行。这样既解决了与群众日常生活有关的一般道路整修、雨

水污水排除等问题，也使有限的资金集中使用到重点工程上去。

二是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，使城市管理逐步走上轨遭。为

了适应工业生产的全面恢复和发展，市政府于1949年6月19目制

定了改造旧城区的第一个计划——《太原市城关各街道建筑线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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暂行规则》。尔后，又制定了一个粗线条的《太原市都市建设计

划大纲(草案)》。1951年夏，在中央建工部的领导下和清华大学

建筑系的师生、苏联专家的帮助下，在《都市建设计划大纲(草

案)》的基础上，制定了《太原市城市发展初步控制规划》。另

外，1950年6月颁布了《太原市建筑管理办法》，1952年颁布了

《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》、《太原市征用土地实施细则》以及

私房管理等一系列管理办法，这些办法虽然还不太完善，但是对

恢复时期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。

三是建立城市建设管理机构，组建设计施工队伍。解放初，

市政府就成立了太原市建设局、地政局等城市建设管理机构。在

地政局内设置征用土地机构和房产管理机构，核发土地产权证、

房产证等；在建设局内设置了核发建筑执照、建筑营业1执照等机

构，使建设管理得到了加强。与此同时，筹建了市建设局工程

处、市建筑公司、钢铁厂工程公司、铁路局工程处、山西省建筑

公司、工矿建筑公司、省、市设计公司、水电安装公司等单位，

施工队伍不断壮大。到1952年底，建筑施工队伍已有28039人。

在此期间，市建设局、地政局都先后举办了测绘训练班，省工业

厅成立了山西省建筑工程学校，培养了一批初、中级工程技术人

员。经过“三反矽“五反护，改造了旧建筑业，降低了工程造

价，使建设工程质量不断提高。

四是省政府拨476万元，修建城市基础设施。这一时期省政

府共拨出城市建设维护资金476万元，用于太原市的城市建设，

不但迅速医治好了战争创伤，而且城市建设有了新的发展，全市

共新建各种房屋53．7万m2，其中，住宅27．6万m2，新建了五一

百货大楼和钟楼街合作大楼及市委办公大楼等公共建筑j新建、

改建、翻修道路59．21公里，4打通了南北干道五一路(当时称新

开路)，维修了西汽路(迎泽大街前身)和太榆公路、晋祠路，

拆除了首义门及旧城墙，开辟了全市第一个广场——五一广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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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子1952年底开工建设跨越汾河东西两岸的汾河大桥——迎泽大

桥，建成了北涧河、北沙河两座钢筋混凝土桥。另外，群众整修

了小街小巷46条，全长17公里，改善了市内交通，扩建了自来水

厂，由解放初的一座增为三座，自来水管道长度由40．4公里增为

58．4公里，日供水能力由6920吨增为11520吨，用水人数由55000

人，增为133000人。新建排水管道37条，长21公里，并改造了解

放前的下水道，还新建防洪堤坝10．5公里。1951年4月开始，试

办了公共汽车，全市共植树374800株，绿化面积为30．9公顷，建

成了晋源、大南关两座苗圃。

这一时期，尽管太原市城市建设的规模还不大，但是不仅安

定了社会秩序和满足了人民生活的需要，而且促进了工农业生产

迅速恢复和经济的发展，1城市面貌有了很大变化。城市人口由刚

解放时的21．47万人，1952年底增加到38．17万人，增长了78％’

工业总产值由解放时的0．42亿元，1952年增加到1．64亿元，增加

了近两倍，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，为今后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发

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二、“一五"时期(1953年～1957年)

从1953年起，太原市的城市建设进入了大规模的发展时期。

全国156项大型骨干工业建设项目中，。在太原选址建厂的就有11

项。根据工业布局的需要，国家把太原列为全国三大化工生产基

地之一。这一时期，太原的城市建设遵循“为工业生产服务，为

劳动人民服务"的方针，得到了迅速发展，为以后的建设，奠定

了坚实的基础。

1、编制了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，有效地指导了大规模的城

市建设和工业建设。为了配合重点工业建设，在国家计委、国家

建委的直接领导下，学习苏联和兄弟省、‘市的规划经验，1953年

初制定了《太原市城市发展初步规划》，1954年编制了为期20年

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当时的近期建设详细规划，经国家建委正式批

·3 。



准，并向国务院备了案。这是太原市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。

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，这个总体规划基本上是正确的，

起到了配合工业发展，指导城市建设的作用。按照规划，改造了

旧太原城的不合理布局，形成了按功能分区的城市布局和城市道

路骨架的基本轮廓。

主要特点：一是功能分区非常明确，有比较好的工业区布

局，规划了北郊国防工业区、城北钢铁工业区、河西北部机械工

业区、河西中部精密机械和轻纺工业区、河西南部化学工业区等

五片工业区。工业区和生活居住区截然分开，其问有防护绿化带

隔开，不但减轻了工业“三废"对居民生活环境的污染和对人民

健康的威胁，而且有利于组织生产，达到了经济合理的效果。

二是选择铁路车站站场位置适当，有比较理想的铁路交通

网。规划中对太原市旧铁路的改造和新铁路场站位置的考虑比较

科学。客车站位置从正太街迁到建设路迎泽大街东端，改尽端式

为通过式。客车站的位置既能紧靠市中心地区和城市主要干道，

方便了旅客，又改变了旧车站和城市居住区混杂的弊端，改造了

旧南同蒲铁路穿经城南生活居住区的不合理状况，规划了完整的

铁路运输网，编组站、技术作业站、客货站、专用线均有合理的

位置。

三是规划了民航飞机场迁往武宿，改造了旧亲贤机场混杂在

市区中心内的不合理布局，解决了城市建设和民航净空要求的一

系列矛盾。

四是规划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。根据太原市东、西是山，

汾河从中穿越，形成南北长、东西短的带状城市特点，规划了方

格棋盘式的道路网，改造了旧太原城东西不通、南北不畅的“丁”

字街道系统。规划了宽为70米的城市主轴线——迎泽大街，这是

一个很成功的规划构思。

1954年编制的城市规划，由于缺乏经验和受当时条件的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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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，也存在一些问题。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：当时的规划强调

为重点工程服务，忽视了地方工业、街道工广和大专院校、机

关、企业的规划安排，没有把正在发展的西山煤矿和北营地区包

括在规划区内；在布局中，未能根据工业区比较分散的特点，以

及汾河和边山沙河分隔市区的自然地理条件来规划，而是片面强

调集中，砍掉边缘的尖草坪等已具规模的住宅区。此外，在城市

道路方式上，虽然改造了“丁力字街，但道路功能不分，城市遭

路网过密，交通任意穿行，对外公路穿经市区中心，增加了市区

交通压力，致使遭路虽有一定宽度，但通行能力低。特别是市政

工程基础设施没有全面进行专业规划，以至一些市政工程的地面

设施，如调度站、污水处理厂、变电站、堆渣场、泵站等在建设

时没有合适的位置。这些缺点都给后来的城市建设造成一定的困

难。

2、不断加强城市施工力量，以适应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的

发展需要。随着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的发展，建筑施工队伍不断

壮大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：一是由中央调归太原的冶金工业部第

七冶金总公司、化工部电器安装工程公司、北京基建局第四工程

处、旅大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等。二是由地方国营转中央国营

的，有太原建筑公司和山西省建筑工程公司；转为华北太原工程

局的有四、五、六工程处。三是原私营建筑厂商，由公私合营转

为地方国营。原宝山和广隆等8家私营安装厂商公私合营后，与

水电合作社合并转为地方国营水电安装工程公司，原修缮工区和

南北城区土木建筑合作社，组建为市修缮工程公司。与此同时，

设计队伍也不断得蓟加强，成立了太原设计院等专业设计单位。

职工队伍的素质也不断提高，工程技术人员近3000人，通过大搞

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，消灭了肩挑人担的笨重体力劳动，实现了

水平运输车子化，垂直运输半机械化和机械化，施工技术水平不

断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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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统一安排重点工程和市政公用设施的配套建设。“一

五"期问，工业生产建设高速度发展。五年内工业总投资达8．4

亿多元，新建了现代化的太原化工厂、太原化肥厂、太原磷肥

厂、山西纺织厂、太原矿棉制品厂、太原重型机器厂、太原第一

热电厂、第二发电厂、太原橡胶广、太原制药厂等新工业企业37

个，改造扩建了太原钢铁厂、山西机床厂、太原矿山机器厂、西

山煤矿等134个老企业。1957年，全市工业总产值达5．4亿元，比

1952年增长2．3倍，基本建成了五个工业区，建成区城市人口也

由1952年底的38．17万人，到1957年的84．34万人，五年内净增人

口46·17万人。

“一五"期间，全市新建房屋竣工建筑面积达468．69万／21 2，

是“恢复时期"竣工面积53．49万m 2的8．8倍，是旧太原城建筑

面积的1．56倍，其中新建住宅建筑面积是236．45万瑚2。这一时

期新建了较大的公共建筑有：迎泽宾馆东楼、五一百货大楼、省

人民医院、太原工学院(现为太原工业大学)。、长风剧场、并州

饭店、人民电影院等。住宅建设方面，新建了万柏林、义并、重

机、下元、新建路、十三冶、尖草坪，敦化坊、西铭、自家庄等

十多个职工住宅小区。

市政设施建设方面：五年中，修通了迎泽大街。1954年，建

成了迎泽大桥，打通了解放路、府东街(西段)、柳巷南路，新

建和改建了并州路、建设路、新建路、和平路、晋祠路、太兰路

等主要干道，形成了以70米宽的迎泽大街为主轴线的纵横交错的

道路网。宽阔平坦的城市道路，贯穿全市各个工业区和旧城区，

基本形成了全市的道路骨架。

1957年，城市遭路由1952年的87．23公里发展到了193．96公

里，新建排水明渠暗管91．38公里，初步形成了城北的排水系统，

并建成日处理能力1万吨的北郊污水处理厂。

供水方面，新建了兰村水源一期工程，当时是全国最大的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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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工程，满足了北郊和西郊新发展区工业用水的需要。同时还在

北固碾和万柏林新建了两座水厂，东郊建设了加压站，并在旧有

水厂增加水井，满足了旧城及南部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用水。1957

年，自来水供水总量由1952年的155万吨，增加到1022万吨，管

道长度由58．5公里，发展到150．6公里，供水人口由13．3万人，

发展到51．8万人。

公交方面，公共汽车由1952年的17辆，1957年增加到67辆，

营业线路达1 26公里，乘客人数达1976万人次。

园林绿化方面，新建了迎泽、晋祠和动物园三个公园，使昔

日杂草丛生的臭水潭变成了绿树成荫、风景怡人的休息娱乐场

所，绿化面积由1952年的30．9公顷，1957年发展到182．9公顷。

三、“=五"时期与调整时期(1958年～1965年)

1958年以来，太原的城市规划、建设和管理工作贯彻了“城

市建设为工业生产服务"、“生活设施为工业生产让路"的指导

思想。在“左"的思想干扰下，各行各业盲目“大跃进力，从

1958年开始到1965年的八年中，太原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出

现了一个马鞍形的起伏。

在“二五"期间的五年里，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达17．4亿元，

其中重工业占96．5％。这一时期建设的工业企业有：东、西山煤

矿扩建，太钢大规模扩建和设备引进，建成电解铜厂、电解铝

厂、太钢发电厂、第二发电厂、汾西机器厂和其它军工机械厂、

平板玻璃厂、变压器厂、锅炉厂、拖拉机配件厂等，以及化工、

机械、建材、轻工、电子、食品等一批地方国营工业企业。除

1954年规划的五片工业区外，又形成城南、北营等工业区。这一

时期地方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街道工厂的大量发展，使工业生

产在“二五"期间的头三年中持续增长，1958年到1960年工业总

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4．4％。由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，1961年至

1962年，全市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下降33．2％，1962年太原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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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总产值从1960年的18．85亿元下降为8．41亿元。

这一时期，城市人口迅速增长，从1957年底的83万人，+增长

到1960年底的105万人。丽这一时期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仍j大幅

度减少。三年中，住宅投资仅有0．53亿元，城市建设投资仅0．49

亿元，出现了城市住宅紧张。1960年，人均居住面积下降到

2．77m 2的历史最低水平，并开始出现城市基础设施的紧张局面和

超负荷运转状况。

由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，城市基础设施不能适应，再加上农

业生产上的失误，导致城市供应紧张，不得不于1961年开始进行

精简机构，压缩城市人口。1961年到1962年人口由105万人，压缩

到79．5万人，共压缩回农村25万余人，基本建设投资由三年大跃

进年平均投资的6．04亿元，1961年至1962年年平均压缩为1．24亿

元。城市建设投资由三年大跃进年平均投资0．13亿元，压缩到

1961年和1962年的平均投资0．024亿元。

在“二五"期间，城市建设资金占同期全市基建总投资的

2．1％，城市建设发展很慢。由于“重生产、轻生活”，建国以

来第一次出现城市“骨刀、“肉"关系比例失调，城市基础设施

失修失养情况也很严重。

1963年至1965年，由于贯彻执行了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

高"的方针，使全市经济和城市建设得到了恢复和发展。1965

年，太原市的工业总产值增长到了16．79亿元；三年调整时期，

太原市基本建设投资由三年大跃进的18．1亿元，紧缩为4．35亿

元。其中生产性建设投资为3．46亿元；非生产性投资为O．89，亿

元。在调整时期，一批工程下马或缩小规模；一批工厂关、停、

并、转，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由大跃进时的9．3％提高到20％，城

市建设三年内共投资0．21亿元，由“二五"时期占全市基建投资

的2．1％提高到4．8％，而且，中央第一次确定了城市设旋维护费

的固定资金来源，使“骨"、“肉"比例失调的状况开始得到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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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，城市基础设施失修失养的状况有了改善。

这一时期，太原市人民政府重新修订和颁布了建设用地、建

筑管理、管线工程，征用土地补偿规定及违章建筑处理细则等五

个管理办法，整顿和加强了城市建设管理。通过压缩城市人口和

清理征用未用的土地工作，共收回因基本建设工程下马后的各项

多余土地共计1．5万余亩，使城市规模得到了控制，城市建设和

管理得到加强，城市建设开始走向正规。

1958年至1965年的八年中，太原市的房屋建筑竣工面积为

546．29万11"12，其中住宅竣工建筑面积157．43万m 2，人均居住面

积由1957年的2．95m2，提高到1965年的3．56m2。城市道路由

1957年的193．96公里，发展到1965年的305．5公里。拓宽了解放

路南段，打通了府东街解放路至五一路段j建成新建南路西半幅

路沥青路面，新辟崛涸山旅游路，建成了一批小街小巷，新建了

古交寨上汾河桥、并州南路沙河桥、上兰汾河漫水桥、小店汾河

漫水桥等27座大小桥梁。太原市第一座目处理2万吨污水的污水

处理厂——北部污水处理厂于1958年建成，1959年开始运转，自

来水日供水能力由1957年的4．08万吨，1965年增加到25．06万吨；

管道长度也由1957年的150．6公里，增加到1965年的331．4公里；

用水人数由1957年的5“8X人，增加到1965年的86．4万人，普及

率由57．9％提高到90．9％，公共交通车辆由1957年的67辆，增加

到1965年的153辆，营业线路长度增加到156公里，乘客人数达

5 101万人次。

四、“三五"和“四五∥时期(1966年～1975年)

1966年至1975年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’’的大动乱，使太原市的

城市建设又遭受了严重挫折。1966年下半年到1969年，城市规划

和管理工作基本停顿。1970年至1973年城市规划管理机构——太

原市城建局被撤销，全体干部、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被带家下放

到农村安家落户，改造思想。当时的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工交建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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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设立了几个人的城建办公室来处理城建遗留杂务。在此期间，

征用土地审批被批判为“管、卡、压刀。一些单位征用土地，不

办拨地文件，不标明批准界限面积，不留底，有的仅仅在单位测

绘图上盖个章就算批准用地，大量单位建设时不办施工执照即行

开工。十年中，规划废除、生产停顿、功能失调、人口失控、建

筑杂乱、违章四起、市容不整、污染严重、交通不畅，公共福利

设施紧张， “骨弦、“肉"比例严重失调等等，给城市建设带来

了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。

十年间，全市先后建成了一批轻纺工业和电子工业企业。但

由于随意选址，许多工厂混杂于居住区内，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和

休息，造成了居民区环境污染，许多单位任意占用规划道路，约

有30余条规划道路被占，近百条已形成的城市道路被不同程度占

用，形成了道路的“蜂腰护、“瓶颈"、“堵头"。城西水系约

4万m2的水面被一些工厂、单位、街道倾倒灰渣垃圾、填湖侵

占，约占原有水面的三分之二，活水系成了臭水坑。南沙河、北

沙河以及11条市区附近的防洪支河因沿河一些工厂、单位倾倒废

渣、垃圾而使河床缩窄，影响泄洪。由于水资源管理不善，过度

集中超量开采，使地下水资源遭到破坏。如菜园村地区水位下

降，大量水井报废；兰村水源从1965年开始水位逐年下降；晋祠泉

水在五十年代天然流量为每秒2 m3左右，七十年代化工区供排

水站在上游开化沟一带建有三座泵房，每秒开采0．5至0．75m8，

使晋祠泉流量减少到每秒1．3m2。后来下游平泉又开凿自流井

群。上、下游开采袭夺，破坏了晋祠名泉。

十年动乱期同，全市基本建设投资为20．1亿元，其中生产性

为16·9亿元，占84·1％，非生产性投资为3．16亿元，占15．90。

非生产性建设中，城市建设投资只有0．45亿元，仅占基本建设投

资额的2％。十年中，城市三项费用按国家规定总收入为2．26亿

元，被挪用的资金竟达1．08亿元，占到总收入的48％，其中最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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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的是1970k军1972年，三年间，兰项费用总收．X．7270万元，被

挪用的就有5149万元，占70％，挪用范围很广泛，包括军队、地

方、工业、农业、文教、卫生、楼堂馆所，无所不用。

1970年，太原市修建了第二汾河大桥——胜利桥，197—1年建

成了汾河隧道，对改善城市东西向交通起到了一定作用，但由于

未进行规划即上马施工，汾河地下隧道仅宽6米，机动车不能对

开，只能单向放行，影响了工程效益。1976年开始打通迎泽东大

街，1977年竣工通车，使迎泽大街这条主轴线终于形成。但由于

盲目将这条大街宽度定为80米，移动国防工办招待所的六层大

楼、语录牌等，浪费了许多资金。1975年建成了新火车客运站，

解决了旧车站和铁路布局不合理的问题，但由于没有严格的城市

建设管理，施工中未执行原规划确定的高程，影响了车站建筑和

四周道路坡度和视线。1975年，太原市的城市居民住宅建筑面积

为632．45万平方米。城市道路长度为402．05公里，桥梁为55座，

自来水厂为8个，日供水能力为37．68万吨，管道长度为38 9．8公

里，用水人数为98．7万人，普及率93．2％，公共交通车辆有240

辆，乘客人数为4340万人，公园为5个，城市绿化面积2513．4公

顷。

五、“五五"、“六五”和“七五"期间(1976年～1990

年)

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"以后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

来，清算了“左"的错误思想，澄清了在城市问题上的混乱认

识，使城市建设和管理重新提到了国家的议事Et程，国家明确制

定了“控制大城市规模，合理发展中等城市，积极发展小城市"

的城市发展基本方针，提出了恢复和加强城市规划工作，加快城

市住宅和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，增加城市维护和建设资金，加强

城市管理等一系列方针政策，使太原城市建设和管理进入了一个

崭新的振兴时期。截至1990年底，太原市建成区面积发展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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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平方公里，是旧太原城的5．4倍；城市人口发展到148．32万余

人，是旧太原城人口的7．4倍，已成为全国的特大城市之一。

第一，城市规戈Ij不断加强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市政府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的要

求，专门成立了城市总体规划办公室，于1979年9月开始组织各

方面专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制1981年至2000年的城市总体规划。

1981年编制完毕，1982年报国务院审批。1985年5月19日，国务

院批准了这个总体规划，展示了太原市城市发展的一幅宏伟蓝

图。规划的主要内容有：

确定了城市性质，即太原市是山西省省会，是以煤炭、冶

金、机械、化工为主的重工业城市。到2000年城市人口规模控制

在135万人左右，到2000年建成区总面积达164平方公里，人均用

地为122平方米。调整了工业布局。要求在现有功能分区的基础

上，对居住区内污染严重、分布不合理的工业企业作了调整，市

区内不再增建新项目，工业生产走以内涵为主的道路。改变1954

年规划的单中心封闭式城市结构为多中心敞开式组团结构。按照

汾河，．沙河和铁路、干道等自然地形，根据职工的居住、工作的

分布状况和交通条件等，把全市划分为9个组团，每个组团都是

生产、生活的综合体，有工业区、生活区、防护绿带、遭路交

通、公园绿地，设有公共活动的服务中心，有商业服务、文化教

育、体育、医疗等各种完善的设施和市政工程系统，各组团可以

就近解决居民生活、工作、交通、游憩和商业服务等日常活动的需

要，既方便了群众，也减轻了对旧城附近市区中心的压力。取消

了1954年规划的行政中心、游行集会广场，规划了全市性的居住

区和商业服务文化中心。．规划了全市性的大型公共建筑以迎泽大

街为中心，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西山脚下。在现状道路骨架的基

础上，形成了分工明确，各行其道的市内和对外交通运输网。新

建石太线电气化铁路，建设城市铁路环线，新建北营、汾西铁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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